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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对红蓝石蒜生长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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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!

探讨了施用不同水平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对红蓝石蒜
657"$-3 *&58&$9--

当季和翌年生长季叶片生长状况及鳞

茎生物量的影响
!

并对叶量进行主观评价
%

结果表明
$

高用量施用尿素对红蓝石蒜叶片数量
&

叶片长度
&

芽数
&

鳞茎数量以及鳞茎生物量等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
'

红蓝石蒜对磷酸二氢钾的耐受性良好
!

高用量施用对当年

生叶片数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
!

但翌年影响不明显
'

叶片数量与鳞茎生物量呈线性相关关系
!

与主观评价定性结

果相一致
!

可以利用主观评价法估计鳞茎的生物量动态变化
!

实时掌握施肥对鳞茎产量的影响效果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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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蓝石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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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具地下鳞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#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)

=

*

# 因其花形奇

特# 色彩艳丽# 可作为切花+ 盆花和观花观叶地被植物# 有 ,中国的郁金香- ,魔术花- 之称# 是一种

极具开发潜力的球根花卉$ 石蒜在中国有
= 8&&

多年的栽培历史# 但对石蒜属
<57"$-3

植物深入的栽培

研究却刚刚开始$ 目前# 石蒜属植物栽培技术相对滞后# 致使种球生长缓慢# 产量不高)

!

*

# 无法满足日

益扩大的市场需求$ 所以# 对石蒜属植物进行栽培技术的研究是实现丰产+ 高产所不可缺少的# 也是开

展现代化园艺栽培的必经之路$ 刘青等)

9

*对石蒜属花卉栽培中种球的选择+ 栽植深度+ 栽植密度+ 栽植

时间以及生长期光照+ 水分管理技术等进行了概况总结" 李云龙)

$

*指出石蒜属植物因不同种类的耐寒性+

休眠习性和花期等差异# 在栽培管理+ 繁殖等方面要按照各自生物学+ 生态学习性区别对待" 李玉萍等)

8

*

针对遮光和栽培密度对石蒜生长及切花品质的影响进行研究" 杨志玲)

;

*研究了施肥对红花石蒜物质积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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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分配规律的影响( 刘志高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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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对石蒜栽培中施用氮磷钾肥的效应以及施肥量模型进行了初步探讨+ 笔

者)

A $ C

*结合前人研究成果& 对前期的施肥试验研究总结显示& 红蓝石蒜对正常施肥量范围的敏感性很低&

生长效应不明显$ 为了揭示红蓝石蒜对施肥的生长效应& 确定合理的施肥量模式& 本研究通过设不同施

肥水平探讨了红蓝石蒜生长对施肥的响应& 研究其营养生长的基本规律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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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与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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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材料

红蓝石蒜种球取自杭州植物园圃地& 选取鳞茎直径大小均匀一致的种球& 种球平均直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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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总体平均直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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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各处理间平均直径大小无显著性差异$ 尿素由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

份有限公司生产& 总氮量
!>FD ,

,

I,

J=

& 磷酸二氢钾-

KL

!

MN

>

%由杭州大明化工有限公司生产& 磷酸二氢钾

量"以干基计%

!CAE ,

,

I,

J#

$

"#!

栽培地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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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处理和管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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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0

& 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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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栽植& 均匀栽母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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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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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处理& 处理间隔离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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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试验共用种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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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& 采用尿素和磷酸二

氢钾双因素设计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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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& 有种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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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( 磷酸二氢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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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$ 栽植后进行常规管理& 当叶片生长达到最大时& 进行全面观测记录& 测

定叶数. 叶长. 株数等指标& 并对叶量的多少作主观评价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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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G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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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挖掘出鳞茎& 清洁后样品
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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烘干至恒量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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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与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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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肥对叶片数量的影响

!EEC

年
#

月
C

日的单丛平均叶片数观

测结果如表
#

$ 叶片数是从定植的
#

个母球

生长而来$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! 尿素各处

理间差异不显著& 磷酸二氢钾处理间有显

著性差异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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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差异不

显著$ 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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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差异& 其他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$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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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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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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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的单丛叶片

平均数观测结果$ 通过对平均叶数的方差

分析可知! 尿素处理间有显著性差异& 磷

酸二氢钾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& 双因素交互

作用亦无显著性差异 $ 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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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& 其他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$

红蓝石蒜是石蒜属植物中较耐肥的一

种&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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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的尿素用量当期生长就表现

了过量施肥的影响& 而
<#

水平的磷酸二氢

钾用量促进了叶数量的增加& 叶片数显著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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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淳松等! 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对红蓝石蒜生长的影响

量最佳水平应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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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$ 由于过量施用尿素产生 %烧苗& 现象' 影响了次年出叶' 特别是使用量最

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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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' 叶数显著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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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$ 从均值可以看出' 用量越多负面影响越大$ 如果存在一个

最佳的尿素用量' 那么一定是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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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' 即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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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翌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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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不同水平' 虽然没有显

著性差异' 但趋势仍然存在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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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肥对叶片长度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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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对红蓝石蒜平均叶片长

度进行观测' 结果如表
'

所示$ 经方差分析

可知! 尿素各处理间有显著性差异' 磷酸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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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性差异)数据从略#$ 由于尿素施用过量' 超

出了红蓝石蒜自身的调节能力' 使叶片长度

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' 但对次年叶片长度的

生长影响不显著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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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肥对芽数和鳞茎数量的影响

芽数指
#

个母球栽植后经增殖生长产生

的芽心数)

+

#)表
,

#$ 对
!--"

年
#

月
"

日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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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株$ 通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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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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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掘的平均鳞

茎数量的方差分析可知' 尿素各处理间有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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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' 鳞茎数量反而越少$ 各处理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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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增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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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出减少的趋势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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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肥对鳞茎生物量的影响

鳞茎生物量)

%

#以干质量计' 鲜球含水量为
D'+!F

$ 通过对平均鳞茎生物量的方差分析可知! 尿素各

处理间有显著性差异' 磷酸二氢钾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' 两者交互作用无显著性影响$ 进行
"

检验'

"

-+-(

B# !#+E !!+, #(+E !/+/ !!+#

B! #/+/ #D+! #E+! !(+' #"+,

B' !(+! #,+# #'+, !,+! #"+!

B- !-+E #"+/ #(+E !E+E !-+E

平均
!#+E

)

$#G$'

#

*

#/+,

)

$-G$!

#

*

#(+!

)

$-G$'

'

$#G$'

#

*

!E+!

)

$-G$!

'

$-G$'

#

*

!-+'

$# $! $' $-

处理水平
叶片长度

.H:

平均

表
$

施肥当年生长季红蓝石蒜平均叶片长度

01234 ' $I4;1?4 341< 348?5=6 7< #$%&'() *+$,+'-(( %8 5=4 <7337@%8?

?;7@%8? 641678 1<54; <4;5%3%A15%78

说明!

*

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)

!

＜
!"!#

#$

+

$%

J+

$'

+

$%

&+

$!

+

$%

&+

$#

!+-!

*

#+,"

*

-+D'

#+!"

*

-+DE

-+('

处理水平

$-

$#

$!

$'

芽数
.

个

(+#,

,+,#

'+E(

'+#!

表
%

施肥后翌年生长季红蓝石蒜芽数
"

检验

01234 , 0=4 " 5465 7< 6K;795 89:24;6 7< #$%&'() *+$,+'-(( %8 5=4 84>5

?;7@%8? 641678 1<54; <4;5%3%A15%78

说明!

*

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)

!

＜
!"!#

#$

,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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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!

年
!

月
!"

日

!

$%

&!

$'

!

$%

&!

$!

!

$%

&!

$#

()*++ ,

-

.)*/* 0

-

.).,0 !

.)#'# '

-

.).+/ ,

.)./1 +

生物量
2

!

34

"处理5#

#

.)'#/ .

.)!,1 +

.)#0! '

.)#!, ,

处理水平

$.

$#

$!

$'

说明$

-

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!

!

＜
!"!#

#%

表
!

施肥后翌年生长季红蓝石蒜鳞茎生物量
"

检验

6789: 1 6;: " <:=< >? 8@98 8%>A7== >? #$!%&'( )*$+*&,'' %B <;: B:C<

4D>E%B4 =:7=>B 7?<:D ?:D<%9%F7<%>B

变差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
- -

!

$ ' *. '11)0 ' /,,)1 0)+0* *

-

-

.).,

!

'

&

'!

#

G!)H

I ' /01)H *,H). .)'1! *

$$I H * 'H')! *,/)+ .)',! 1

: '! */ ./+)0 /'H).

6 /0 !1 !+,),

表
"

红蓝石蒜主观评价方差分析表

6789: 0 J7D%7BK: 7B79L=%= >? =@8M:K<%N: :N79@7<%>B >? #$!%&'( ).$+.&,''

说明$

O

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!

!

＜
!"!#

#%

,

$%

P,

$'

,

$%

&,

$!

,

$%

&,

$*

'H)11

-

!')+'

-

**)0/

!0)H!

-

*!).H

*,)+'

得分值

0+)/*

11)10

,/),+

'+)0,

处理

$.

$*

$!

$'

表
#

红蓝石蒜叶量主观评价
"

检验

6789: + 6;: " <:=< >? =@8M:K<%N: :N79@7<%>B >? /$!%&'( ).$+.&,''

说明$

-

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!

!

＜
!"!#

#%

!

/

&

'!

#

% ')+'+

&

0 % .)*.0

% 结果表明$

$.

与
$!

&

$'

以及
$*

与
$'

有显著性差异&

其他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!表
1

#%

结合表
,

和表
1

& 可以发现& 尿素处理

平均单个鳞茎质量与尿素使用量明显线性

负相关& 即用量越大& 鳞茎越小%

$%&

叶量主观评价

施肥的目的是提高鳞茎的产量& 通常

在试验过程中挖出鳞茎称量来测定& 但挖

出鳞茎后& 试验后期的动态便无从知晓%

所以& 利用叶量主观评价来判断其地下鳞

茎的生物量差异& 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鳞茎

称重带来的不足& 从而反映施肥后红蓝石蒜

的生长动态%

应用叶量主观评价法& 对各处理叶的

数量' 叶长' 色泽等生长情况进行综合评

分& 分值!

,

#范围为
.Q*..

& 表
0

为各处理

分值的方差分析表%

通过对主观评价分值的方差分析可知$

尿素各处理间有显著性差异& 磷酸二氢钾

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& 两者交互作用不显

著% 进行
"

检验&

"

.).,

!

/

&

'!

#

%')+'+

&

0%

!')!*/

% 结果表明$

$.

与
$!

&

$'

以及
$*

与
$'

有显著性差异& 其他处理之间无显著

性差异!表
+

#%

可以看到$ 主观评价分析结果与鳞茎

生物量干质量的分析结果较为一致& 这可

以极大地减少观测时的工作量& 且试验在

不破坏红蓝石蒜生长条件的前提下& 可继续进行后续数据的观测测定%

$%!

叶观测指标与鳞茎生长量的关系

对叶观测指标与鳞茎生物量作进一步多元相关分析& 发现叶数与鳞茎生物量有显著的线性回归关

系& 而芽数' 叶长与生物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不显著!叶长' 芽数单独与生物量作一元回归时& 线性关

系是显著的& 但多元回归时它们被剔除& 因为叶数' 芽数' 叶长之间不相互独立#% 利用
RRSR *1

进行

逐步筛选法!

=<:TE%=:

#进行回归分析& 相关系数
1G.)H/*

& 得回归方程
$%0)!!,2&/.)!*

% 其中$

2

表示叶

数&

$

表示生物量干质量!

4

#% 综上& 在进行主观评价时可以用叶片数量的多少来评价地下鳞茎生物量

的多少& 究其原因是种球!鳞茎球#越大' 越多& 长出的叶数量越多%

'

讨论

通过对红蓝石蒜高用量施用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效应分析& 发现尿素使用量在
.),. 34

"

A

&!水平已

经达到过量使用量& 虽然当季与对照处理叶数' 芽数没有显著性差异& 但过量施用尿素后的第
!

个生长

季对红蓝石蒜叶片数量' 叶片长度' 芽数' 鳞茎数量以及鳞茎生物量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效应& 结

合其他种类的施肥试验表现& 红蓝石蒜不宜使用尿素作为氮肥施用& 但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验证(

*.

)

* 而

磷酸二氢钾的施用量
I

*

水平仅对当年生叶片数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& 但翌年生长季影响减弱& 对叶生

长影响不显著& 表明红蓝石蒜对磷钾肥!磷酸二氢钾#的需求量较大& 耐受性良好% 磷酸二氢钾施用量适

宜水平在
.)', 34

"

A

&!左右%

//



第
!"

卷第
#

期 鲍淳松等! 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对红蓝石蒜生长的影响

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叶片数量与鳞茎生物量呈线性相关关系" 符合植物地上地下部分一致性的基本

规律" 所以" 可以利用主观评价法依据叶片数量的多少定性估计鳞茎的生物量" 其结果与挖掘鳞茎称量

的结果相一致" 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在保证红蓝石蒜种球正常生长的情况下" 估计地下鳞茎的动态变化"

实时掌握施肥对鳞茎产量的影响效应" 因此" 对红蓝石蒜的栽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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